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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丹心照后人

坐落在郾城区城关镇东街的赵伊坪故居，在许多成长于高楼大厦中的年轻人看来
并不起眼。但随着它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历经沧桑的院落
再次走进公众视野，赵伊坪的英雄事迹也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近日，当记者走进这
座院落时，感受到的是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走进革命英烈赵伊坪故居

为进一步追寻英雄的足迹，记者又
先后来到漯河市烈士陵园和郾城区城关
镇伊坪小学。由于烈士陵园正在整修，
记者未能看到赵伊坪的宣传展板和纪念
碑，但在伊坪小学，记者看到了关于赵
伊坪的大量宣传资料，切身感受到了浓
厚的革命英雄文化氛围。

伊坪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赵红磊
告诉记者：“伊坪小学前身是当时的中共
郾城县地下党员赵伊坪根据党的指示，
在 1927年创办的一所平民子弟小学，这
所小学成为当时城内传播进步思想的摇
篮。后来，学校几经合并与更名。1996
年4月，为了纪念赵伊坪烈士，经上级批
准，学校被正式命名为‘伊坪小学’。新
华通讯社原社长穆青同志为学校题写了
校名。”

在伊坪小学，有刘华清同志亲笔题
词的“伊坪书屋”。书屋是区级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书屋内设有赵伊坪同志的灵
堂。赵伊坪的遗像悬挂于鲜花翠柏之
上，两侧是凭吊的挽联，灵台下方摆放
着学校全体师生敬献的花篮。每年清明
节前，学校的师生都会来此祭拜，为英
雄献上鲜花和崇高的敬意。

采访中，伊坪小学的师生提起英雄
的事迹如数家珍。四年级三班 11岁的李
仪范同学告诉记者：“学校经常组织同学
们学习赵伊坪烈士的先进事迹，他的故
事我都了然于心。我们是时代的幸运
儿，要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应该
懂得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不但要
更加热爱祖国，更应当努力学习，为祖
国增光添彩。”

9岁的李嘉璐也对记者说：“作为伊
坪小学的学生，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学习环境来之不易，
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使祖国更加强
盛。”在这些小朋友身上，记者仿佛看到
了英雄的精神在传承和发扬……

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小学

明媚春光中，记者走进赵伊坪故
居。虽然没有“映阶碧草”，也缺少些郁
郁葱葱的苍松翠柏，但赵伊坪故居斑驳
的低门却透露出一种令人遐想的质朴和
亲切——当年是谁轻轻掩上木门，义无
反顾地投身革命？又是谁倚门翘首，期
盼游子归来？

正门两侧，一对黑底金字的楹联引
人注目：“血染黄沙誓要中华得解放，烈
火永生待我九州尽欢颜”。字字铿锵，彰
显着革命者的英勇无畏和崇高理想。一
旁砖石上雕刻的故居简介记录着赵伊坪
从小在此生活和学习，寥寥数语，便可
管窥英雄的一生，令来此瞻仰的人未入
门而先生崇敬之情。

缓缓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两座
青砖黛瓦的砖石建筑，正房坐北朝南，
偏房位于东侧。院子里铺着水泥地砖，
角落里栽种着植物和青菜，零落地堆放
着一些生活用具，传递着生活的气息。

正屋的墙壁上悬挂着赵伊坪的遗
像，遗像两侧有盆栽植物映衬，除此之
外并无其他陈设，使得房屋内略显空旷
简陋。记者注意到，正屋的墙壁经历百
年时光的剥蚀，已有明显裂痕。东屋的
陈设也很简单。房屋主体已在“修旧如
旧”原则下经过修葺，既保留了原有的
古朴风貌，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徘徊在赵伊坪故居，记者有种时空
交错的感觉，仿佛回到了烽火岁月。

烈士故居历经百年沧桑

赵伊坪，1910 年生于河南省郾城
县。1925年经彭雪枫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之后，他在家乡郾城平民小学以
教书作掩护，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
失败后，在陕西、山东、河南等地，以
小学和中学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
地下工作。1935年，在杞县私立大同中
学担任国文教员，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
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西安事变后，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
华北联络局书记彭雪枫“放下教鞭，唤
醒士兵参加抗战”的要求，赵伊坪到鲁
西北范筑先部担任秘书科文书，开展抗
日救亡运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揭露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攘外必先安
内”政策的反动实质。在赵伊坪等共产
党人的推动下，范筑先走上了与共产党
合作抗日的光明之路。

1937年底，赵伊坪到中共鲁西北特
委工作，先后担任鲁西区党委委员、秘
书长兼统战部长、第六区政治部秘书
长，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
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

献，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其间，他主持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

《抗战日报》和理论刊物《先锋》月刊的
工作，担任社论委员会委员，根据党的
方针、政策为报纸撰写社论，使该报成
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喉舌、鼓舞人民
斗志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1939年 3月，中共鲁西区委领导机
关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由冠县、
馆陶地区向东挺进。5日清晨，在茌平
琉璃寺一带与日军遭遇。激战至傍晚，
赵伊坪多处中弹负伤坠马，落入日军魔
掌。日军把他绑在树上，用皮鞭抽、刺
刀戳……面对凶残的敌人，赵伊坪大义
凛然，英勇不屈，痛斥日本侵略军的野
蛮侵华暴行：“任凭你们把我钉死在树
上，我宁可站着死，不低高贵头。宁为
鞭死鬼，不做亡国奴……”日军恼羞成
怒，残忍地将他全身浇上汽油，放火点
燃。烈焰中，赵伊坪用尽最后的气力高
呼：“打倒狗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万
岁！”残暴的日军又举起刺刀，捅进他的
嘴里……赵伊坪壮烈牺牲，时年 29岁。
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
轻的生命。

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

时光荏苒，77 年光阴恰如白驹过
隙。记者从风云激荡的思绪中回到现
实，眼前的一方小院仍是那么安静，仿
佛近百年来未曾改变，一直在沉默地等
待着它的主人回家。

如今赵伊坪的侄子侄媳赵代聪、翟
娥枝就居住在这座故居的隔壁，他们自
觉地守护着长辈生活过的地方，也传承
着英雄遗志。两位老人今年都已是71岁
高龄，记者见到他们时，感受到的是他
们发自心底的热情。

赵代聪告诉记者：“赵伊坪烈士牺牲
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对他的了解有
的是从长辈那里听到的，有的是从资料
上看到的。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追认为
烈士，建起了纪念碑。一位领导同志还

为他题写了一首诗，我也是从资料上看
到的，但是我背得很熟——‘忆昔当年
鲁西北，戎马驰驱战敌伪。痛君为党勇
捐躯，悲思战友泪沾衣。’他是我们全家
的骄傲，对他的了解越多，就对他越崇
敬，越感到应该珍惜今天的生活，为社
会多做一些贡献。”

翟娥枝向记者介绍，赵伊坪有两个
女儿，一个已经过世，另一个在北京生
活。他们老两口因为住得近，就承担起
了看守故居的义务，经常过来打扫打扫
卫生、摆弄摆弄花草。翟娥枝说：“偶尔
会有人来参观，我们作为烈士的亲属感
到特别自豪。我们把这里的卫生打扫得
干净一点，也算是表达一种对烈士的仰
慕之情和对社会的回报。”

后辈承担起看护故居义务
赵伊坪故居正门。

伊坪小学的伊坪书屋。

赵伊坪故居的正房和偏房。

□文/图 见习记者 杨 旭


